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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辽宁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分别对我国图书馆古籍修

复工作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本文分析了上述三次调查的结果，认为现状不令人乐观。提出了

领导部门继续重视，提高馆长认识、改变人才培养渠道、建立行业标准、加强学术与技术交

流、保证物质供应等六个方面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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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工艺以后，纸这种物质在社会上逐渐多起来，成为书写的主要载体。

东晋时皇帝曾下令，以后书写材料一律用纸，不再用简帛。从那时起，书籍的载体就主要是

纸了。纸是植物纤维制成的，成本低，携带方便，但易遭水湿、虫蛀、霉烂，也易于损坏。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生产完全是抄写，抄写一部书尤其是大部头的书很不容易，

复本很少。人们对获得的书籍十分珍惜，当发生损坏时，会想办法进行修复。我们没有进行

文献和实物考证，但我们有理由推断，起码在东晋时就有了古籍修复事业，至今已有 1600

多年的历史了。即使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书的复本量仍很少，获得一部书仍属不易，人

们对破损的书还是要进行修补，尤其是那些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书籍。历史的发展使人们对

历史遗物有了深刻的认识，古籍修复事业因此而绵亘不断，延续至今，并且还将延续下去。

社会在不断发展，纸的生产工艺也不断改进，生产纸的原料不断增多，书籍的装帧形式在不

断的改变，促使古籍的修复技术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古籍修复事业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它使许许多多即将消亡的古籍完好如初，继续发挥

其文献和文物的作用。我国的古籍藏量十分丰富，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等词

汇加以形容。正是这些古籍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与文物相印证，说明中华民族是历

史悠久的民族，是有着灿烂文化的民族，是充满智慧的和富有创造力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也有许多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古籍失传了。古人曾感叹流传下来的古籍是

“十不存一”。但不妨作一设想，如果没有古籍修复事业，流传下来的古籍恐怕远远达不到

“十不存一”的比例。 

近代由于国家兴办的图书馆事业的兴起，社会上留存的古籍绝大部分都流汇到图书馆珍

藏。图书馆是国家创办的，可以说是永恒的文化事业，是稳定的。虽然个别图书馆也有或分

离或合并的事情发生，但作为国家财产的藏书尤其是古籍藏书会流向有秩，不会象封建社会

的公私藏书楼那样因社会动荡或子孙的不肖而遭破坏或失传。因此，古籍修复的任务就历史

地落在了图书馆的肩上。 

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关系到现存古籍的保护和流传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1998 年



中国图书馆学会古籍保护分会委托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对此进行了调查，2002 年复旦大学

图书馆古籍部也做过调查，2004 年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再次进行了调查。三次调查的内

容不尽相同，但综合起来，则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我国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当前的状况。 

三次调查均为问卷调查，以复旦大学图书馆反馈回来的调查表最多，计有公共系统 25

个馆，高校系统 22 个馆，共 47 个馆。公共系统 25 个图书馆古籍总藏量为 1186 万册，破损

率为 26%，有修复人员 50 人，有 6 个图书馆无修复人员；高校系统 22 个图书馆古籍总藏量

为 464 万册，破损率为 25%，有修复人员 19 人，有 8 个馆无修复人员。那些没有反馈调查

表的图书馆，原因可能很多，但没有开展古籍修复工作，无绩可说，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因

此调查结果反映的数字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这里以复旦大学图书馆调查取得的数字为基础进行分析。统计显示，公共系统图书馆现

有 306 万册古籍需要修复，50 个人每人要修 6 万册；高校系统图书馆现有 116 万册古籍需

要修复，19 个人每人也要修 6 万册。如果只是换皮订线，修复的速度会较快，每人每天只

能修复几十册。如果遇上须溜口、补洞、揭裱、加衬的书，高手每天也修复不了一册。以当

前的工作量，现有的工作人员全都工作到退休，也只能修复其中的一小部分。据复旦大学图

书馆古籍部主任吴格先生估计，我国图书馆现藏古籍总量在 5000 万册以上。这些古籍随着

纸张的老化，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读者的使用，每天都在产生新的破损。所以我们认为图

书馆古籍修复工作的现状不令人乐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在此谈谈我们的一些建议。 

  

一、国家主管部门继续重视，加强工作力度 

  

党和政府对保护古籍一向是非常重视的，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如抗日战争时期，为使

《赵城金藏》不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而进行转移，还牺牲了八路军战士；又如解放战争时期，

为妥善保管接收长春伪宫的善本书，以及其他在战争和土改中得到的书籍，于 1946 年成立

了东北图书馆（即辽宁省图书馆前身）。新中国成立后的例子更不胜枚举，对古籍修复工作

同样非常重视。上个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文化部多次委托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中国书店、上海图书馆等古籍修复力量较强的单位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为全国图书馆界培

养古籍修复人才；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文化部为部分省、市公共图书馆调拨樟木和古籍

修复用纸，并多次下拨古籍保护专款。 

近期文化部对古籍修复工作将有新的举措，令人鼓舞。古籍保护和古籍修复的工作应该

继续受到重视，并不断加强力度，主要应该体现在经费投入、人才培养和政策制定上。经费

投入应逐年加大，并注意向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欠发达省份倾斜；人才培养应

该多渠道进行；古籍与文物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国家已制定了“文物保护法”，可否

再制定一个“古籍保护条例”，包括古籍修复的内容？此外，建议文化部责令省市级公共图

书馆对本地区的古籍保护情况作一次调查，其力度应比上述三次民间调查更大，以获得更全



面、更详细和更准确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听取各方面意见，采取针对性更强的措施。 

  

二、必须提高图书馆馆长对古籍修复工作的认识 

  

古籍修复的具体工作，在各个图书馆，尤其是有古籍藏书的图书馆，是否开展和怎样开

展，取决于该馆馆长对古籍修复工作的认识。 

作为国家重要文化事业一部分的图书馆的馆长，除了要有领导才能外，还要有必要的文

化修养，明确自己所担负的现实任务和历史责任。对一个修养高、责任心强的馆长来说，古

籍修复工作应当是其任内必须加以重视的一项工作。这样的馆长，不仅能在前任的基础上继

续做好古籍修复工作，使之锦上添花，取得更好更完美的发展，也能使前任没有做好的古籍

修复工作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起来，甚至是在零的起点上开始。没有人才可以进行培养，没

有经费可以筹划力争，没有条件可以创造，那怕是因陋就简，以后再改善。这样的馆长是很

多的，古籍保护事业的历史会记录下他们的功绩。相反，也有一些馆长，没有很好的开展古

籍修复工作，甚至把前任已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古籍修复事业停顿下来、消亡下去。这样的馆

长并非个别，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许很出色，但却没有做好古籍修复工作。诚然，古籍修复

工作对藏有一定数量古籍的图书馆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但起码应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

作。 

有鉴于此，建议文化部或其他上级主管部门在制定图书馆工作条例或在进行图书馆工作

评估时，把古籍修复工作的内容也包括进去。 

  

三、改变人才培养渠道 

  

培养古籍修复人才，是建设、巩固和发展古籍修复事业的基础。没有古籍修复人才，古

籍修复事业无从谈起。 

从东晋时到新中国成立前，古籍修复人员的培养完全是民间的师徒传授。社会上存在公

私藏书楼和书铺，其中一些破损书籍需要修补，使得社会上存在修复古籍的行业。这个行业

也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有些人就自愿投身到这个行业中来，从师傅那里学到手艺，在实

践中逐步发展，创立并发展了我国的古籍修复事业。 

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已普遍发展起来。很多图书馆是以收藏古籍起

家的，收藏的古籍同样需要修复，便从社会上招聘了一些修复的匠人。他们同样是师徒相授。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兴办的图书馆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一些收藏古籍较多的大馆，留

用并从社会上招聘了一些人员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奠定了新中国的古籍修复事业。但仅凭这

些古籍修复人员及他们师徒相授培养出来的有限的人力，远远满足不了众多图书馆的需要。

因此文化部多次委托修复力量较强的图书馆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对巩固和发展



新中国的古籍修复事业起了巨大作用。师徒相授和办培训班，是此前唯一培养古籍修复人才

的方式。 

根据三个单位的调查，目前仅靠这种方式培养人才存在下述问题： 

第一，队伍不稳定。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国举办的和各地举办的各种古籍修复培

训班，培训的古籍修复人员至少有几百人。但目前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全国不足百人，除已

退休者外，相当一部分是改行了。据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调查，至 2004 年 9 月有 18

个图书馆反馈回来调查表，这 18 个图书馆共有 52 人参加过全国的和地方的培训，改行的有

18 人。如西北某省馆有 2 人参加过培训，北京某高校馆有 3 人参加过培训，但全都改行，

致使这两个图书馆现无人从事古籍修复工作。 

第二，选才不合理。在很多人眼里古籍修复工作比起其他一些工作显得较为一般，但其

实这项工作绝非人人皆可从事。目前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水平相对较低，除参加工作的时间

短外，其主要原因是参加培训的人员没有经过选拔。选拔古籍修复人员必须考虑个人的素质、

兴趣、品格等方面。 

第三，学历普遍偏低。各图书馆选派去参加古籍修复培训的人员很少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参与职称评定很困难。一些人为了评职称，不得不读函授、业大和自学考试，得到一个大专

文凭已属不易，评高级职称还需破格。这是目前从事古籍修复人员职称偏低的关键所在。 

第四，从业人员不能随时增补。因全国和地方的培训班不是年年举办，一旦有古籍修复

人员退休或改行则无法找到适用的人员予以补充。各图书馆很难做到事先筹谋，造成了有些

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时有时无的现象。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建议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选择地在部分高校的图书馆学系（信息

管理系）开办古籍修复专业，以改变此前的办培训班和师徒相授单一的人才培养方式。每年

适当招生，学历起点是大专，需要的图书馆从毕业生中选择录用。其实古籍修复工作不仅需

要技术，同样需要许多知识，如图书馆学知识、古籍知识、古籍版本知识、历史知识和古汉

语知识等。甚至还需要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知识。掌握这些知识应该通过高等教

育，培养班是解决不了的。从高校毕业生中录用古籍修复人员，上述的几个问题基本都可以

得到解决，还省去图书馆的许多培训费用。 

南京市莫愁职业高级中学（即南京第三十八中学）从 20001 年起开设了古籍修复专业，

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生，学制三年。2004 年该专业首届学生毕业，中山大学图书馆录用

两名，可以胜任工作，说明开设此专业是基本成功的。虽然只是中专，但为大专、本科专业

的开设提供了经验。 

  

四、必须建立行业标准 

  

古籍修复技术以往主要是师徒传艺，有时师傅还不止一人。虽然基本要领可能相同，但



技法、风格却有异，对相同的破损古籍，不同的人可能用不同的方法去修复。我国地域辽阔，

东西南北气候差异很大，古籍产生的年代有远有近，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出版者出版的书籍，

其用纸会不同，装订形式和生产工艺也会不同。这就决定了修补技法不能千篇一律，应该因

地制宜因书而异。笔者曾在东北的某图书馆和台湾的某图书馆目睹了“野蛮”的修补方法（不

管书叶破损的程度一概托裱，甚至对宋版书也是如此），实在不敢恭维。对不同破损程度及

不同质纸的书应该怎样修补，应有一个客观标准，即使不同的人修补不能完全一致，也应大

体上差不多。现在大家公认的一个修复原则是“整旧如旧”，尽可能地保持被修之书的历史

原貌。宋代书籍的装帧形式通行是蝴蝶装，可是传世的宋版书仍保留蝴蝶装的已是很少了，

一般皆为线装。这主要是明清两代公私藏书楼和修书匠人给改变的，是为了自己方便。如果

我们今天不坚持“整旧如旧”的原则，只为了自己的方便而进行修补，将犯下历史罪过，被

后人耻笑。 

为了保证古籍修复的质量，必须制定古籍修复的行业标准。 

国家图书馆于 2001 年起草制定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经专家提意见修改

后，已经颁布。此标准明确规定了古籍修复中的基本名词术语、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并做

了比较准确的说明。此标准的制定和颁布，对古籍修复事业来说具有历史意义。为更好地贯

彻和实施，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用此标准检查各馆古籍修复工作。 

  

五、加强科学研究与开展学术、技术交流 

  

可以肯定地说，古籍修复事业创立伊始绝对不是现在的水平。在 1600 多年的时间里，

有一个经过不可胜数的从业人员和藏书家的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从点到面的发展过程。

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各行各业也都在发展。今天的科学发展为古籍修复事业提供了空

前的发展平台，使古籍修复事业不断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修复事业的从业者们在

充分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帛画的修复、上海

嘉定出土明代成化年间唱本的修复、《赵城金藏》的修复和敦煌遗书的修复等，这些成就表

明我国当代的古籍修复技术超过了前代。古籍修复的科学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如用纸浆补洞的发明、纸浆补洞机的发明及代替传统面粉制浆糊的化学制浆糊的出现等。随

着古籍修复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科学研究的能力必然加强，今后会取得更好更多的科研成

果。各图书馆及各省市和国家的主管部门对取得科研成就的古籍修复人员应该予以奖励。 

学术交流已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普遍现象和经常性活动，成为促进科学和学术发展、促进

事业发展的有效手段。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期全国及各省市的图书馆学会成立以来，图书

馆界的学术讨论会多次举办，有专题的，也有综合的。但因古籍修复的内容太专太窄，且多

数图书馆没有此项工作，古籍修复工作者参加综合的学术研讨会并不多，在古籍工作的专题

讨论中有时有古籍修复内容，往往也是泛泛而谈。古籍修复工作专题学术讨论会或研讨会还

没有举办过，古籍修复工作者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机会也很少，同行之间得不到学术和技术交

流，不利于科研成果、技术成果的普及和事业的发展。建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各省市图书馆



协商，定期或不定期在不同地区举办古籍修复专题学术讨论会，或有新成果随时召开展示会，

或举行修复技术表演赛，活跃古籍修复行业的学术空气，提高从业者的水平。 

  

六、保证物质供应 

  

在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和复旦大学古籍部的两次问卷调查中，都反映出修复所用的纸张

和丝线等用品严重缺乏。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古籍修复用纸不同于其他

用途的纸，要求的是无酸的植物纤维的手工纸，即要薄，又要有韧性。只有用符合要求的纸

进行古籍修复工作，才能真正延续古籍的寿命。古籍修复装订所用的线通常是桑蚕丝线，只

有用桑蚕丝线装订，才与古籍相般配。现在是市场经济，只要有客户需要，厂家就会生产。

生产古籍修复用的纸和线，都集中在东南沿海的省市或华东地区。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出面或

委托该地区的某个图书馆出面，做好客户与生产厂家的协调工作，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进一

步的建议，华东地区的某个图书馆可成立古籍修复用品公司，负责组织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

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 

古籍修复事业历史悠久，目前处在亟待发展的时期。我们恳切希望国家有关部门，有关

图书馆的馆长和具体从事古籍修复的同志，几方面共同努力，繁荣和发展古籍修复事业，不

辜负历史赋予图书馆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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